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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地黄炮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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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有关熟地黄近十余年炮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熟地黄炮制过程中主要

化学指标性成份的动态变化，四种炮制品（清蒸、酒蒸、酒炖、古法（九蒸九曝)）的客观化表达以及熟地黄经炮制

后药理作用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发现尽管目前熟地黄不同炮制品炮制终点的客观化表达方法很多，但其

炮制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要进行标准化统一以及采用新的研究思路进行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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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黄 为 玄 参 科 植 物 地 黄 Rehmannia glutinosa

（Gaertn.）Libosch. ex Fisch. et Mey. 的块根，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为我国四大怀药之一，《中国药

典》（2015版）地黄项下共收载鲜地黄、生地黄、酒炖地

黄、清蒸地黄四种炮制品。其中经过生地黄炮制而成

的熟地黄，其性由寒转温，其味由苦转甘，功效由清转

补，以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为主。在血虚萎黄、晕眩、失

眠及月经不调、崩漏等症方面具有显著疗效；也可用于

肾阴不足、骨蒸潮热证及盗汗等症。生熟之品药性迥

异，无论从化学成分的含量还是从种类来说都具有明

显差别，且从古至今熟地黄独特药效一直在中医药领

域被众多医药家所重视。

熟地黄一词始见于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1]，

宋《证类本草》对熟地黄炮制品的质量提出了“光黑如

漆，味甘如饴”的质量标准，沿用至今。酒制熟地黄始

见梁代《本草经集注》[2]酒浸法，南北朝《雷公炮炙论》[3]

始创以酒为辅料来拌蒸，宋代《普济本事方》[4]、《史载

之方》[5]记载熟地黄的酒制法：“蒸九遍用酒制造”和

“洒酒九蒸九曝，焙干”，明清时期仍沿用酒九蒸的炮制

方法，故历代本草对熟地黄的加工炮制工艺记载及争

议颇多。熟地黄制法各异，然皆以“光黑如漆，味甘如

饴”为质量评价、以“九蒸九晒”为达到炮制时间较长的

制作要求，同时在传统经验上还要求“太过则性味发

酸”的准则。基于此，近年来众多学者就熟地黄（清蒸、

酒蒸、酒炖、古法（九蒸九曝）[6]炮制终点的判断、化学

指标性成分的动态变化以及熟地的药理学作用等方面

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故本文就熟地黄炮制相关的研究

成果进行综述，在查阅近十余年文献的基础上，统计、

分析、总结，着重探讨生地到熟地炮制过程中药效指标

的动态变化以及熟地黄不同炮制方法的差异性，同时

针对熟地黄不同炮制品的炮制工艺现代客观量化研究

进行总结。另外在现代技术下，掌握熟地黄各个方面

的研究所采用的前沿技术，同时在药理学方面，从多方

面归纳其药理作用，并且试着阐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

站在中药材炮制发展的角度探讨研究中的不足，并且

提出发展方向，以期对熟地黄客观标准的量化和质量

标准的建立作出总结，加速中药材的深入发展。

1 熟地黄制备过程中常用的化学指标性成分的动态

变化研究

熟地黄中的化学成分与地黄相似，现研究主要集

收稿日期：2018-05-12
修回日期：2018-05-2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基金项目（81673601）：基于代谢组学及热分析技术的地黄炭止血“存性”与制炭工艺相关性研究，负责人：张

朔生。

＊＊ 通讯作者：张朔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药炮制现代研究及新产品开发。

1010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综述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中于环烯醚萜及其苷类、苯乙醇苷类、糖类、氨基酸类

等化合物，在不同的炮制过程中，成分的含量和种类有

明显的差异。

1.1 环烯醚萜及其苷类、苯乙醇苷类和5-HMF等物质

的动态变化

梓醇（Catalpol，分子式C15H22O10），在多种环烯醚贴

苷类有效成分中，含量最高，在由生地到熟地的炮制过

程中基本变化趋势为明显下降，降低率为 40%-80%。

而熟地黄酒制品梓醇的含量为 0.203%，水制品为

0.182%，两者无明显差异[6]。

地黄苷 A（RehmanniosideA，分子式 C21H32O15），地

黄苷D（Rehmannioside D，分子式C27H42O20），地黄苷A、

D水溶性好、热稳定强，在生地和熟地中含量较高，同

时在加工炮制过程中几乎不分解，现在大多数学者都

将其作为质量控制的标志物。孟祥龙[7]等研究地黄清

蒸九制的过程，认为随着炮制程度加深，地黄苷A和地

黄苷D含量略为增加。

益母草苷（Onuride，分子式 C15H24O9）其含量量仅

次于梓醇、地黄苷A和地黄苷D。地黄中益母草苷和

梓醇的极性较为接近，分离纯化具有一定的难度，不易

用化学试剂分离 [6]。在熟地黄炮制的过程中，随着蒸

制次数的增加，其含量逐渐减少，最后甚至几乎全部降

解[8]。另外随着加热炮制时间的延长，地黄苷D的含量

逐渐增加，是否由单糖苷或多糖苷以及与其结构相似

的益母草苷转化而来，有待进一步研究[9]。

毛蕊花糖苷（Acteoside，分子式C29H36O15）又名麦角

甾苷，是《中国药典》（2015版）中熟地黄质量控制的指

标性成分[10]。在炮制成熟地的过程中毛蕊花糖苷的含

量随炮制时间的增加而降低，而异毛蕊花糖苷则正好

相反。尚伟庆[11]等认为生地黄中毛蕊花糖苷在炮制过

程中可能部分转化为异毛蕊花糖苷。然而李惠等认为

生地和熟地中毛蕊的含量不存在明显差别，生地中含

量为0.030%，熟地中含量为0.028%（P > 0.05），因此认

为麦角甾苷是地黄中较稳定的化学成分，作为质量控

制的指标性成分具有一定意义。于文娜[12]认为蒸制时

间是地黄中异毛蕊花糖苷含量变化较大的主要影响因

素；而鲜地黄在不同烘制时间段下其异毛蕊花糖苷的

含量变化不明显。毛蕊花糖苷与异毛蕊花糖苷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5-HMF是炮制成熟地的过程中新产生的一种物

质，在地黄炮制过程中，5-HMF含量增加 20倍左右。

5-HMF的变化在地黄炮制过程中有一定的踪迹可寻，

研究发现在达到传统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常压蒸制24 h
或加压蒸制4 h的熟地黄其5-HMF含量在0.2%~0.3%
之间，另外它的含量随着蒸制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蒸

制52 h左右时，其含量逐步下降。猜想可能是由于长

时间水蒸气加热而损失，或 5-HMF进一步分解之故，

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6]。同时梓醇的减少与5-HMF的

增加呈现相关对应趋势，即梓醇的减少幅度越大，5-
HMF的增加幅度越大[13]，二者是否有一定转换关系，还

未有定论。另外对 5-HMF是毒性成分还是特殊的活

性成分，一直有争议[10]。5-HMF的增加也有人认为是

美拉德反应中还原糖如葡萄糖和氨基酸或蛋白质中的

自由氨基缩合生成席夫碱，再经过Amadori重排之后，

产物根据 pH值的不同发生降解，当 pH值等于或小于

7时，Amadori产物主要发生 1,2-烯醇化而形成糠醛

（当糖是戊糖时）或羟甲基糠醛（当糖为己糖时）。在对

5-HMF及其新分离衍生物 5-（α-D-吡喃半乳糖基-
（1→6）-α-D-吡喃半乳糖基氧基甲基）-2-呋喃甲醛的

研究中认为其浓度与5-HMF的浓度相当，表明其有可

能作为R. radix preparata中的标记化合物[14]。

陶益[15]等运用高分辨质谱鉴定了地黄的8个主要

差异化学成分，并发现蒸制品中的梓醇含量下降了

57%，而连翘酯苷E含量增加了70%，其他环烯醚萜苷

类成分含量都显著降低，特别是连翘酯苷的含量下降

最大，降低了78%。此外，毛蕊花糖苷和异麦角甾苷的

含量分别下降64%和35%，另外，酒炙品中环烯醚萜类

成分含量均显著降低，猜想其可能与环烯醚萜苷类成

分在酒制条件下发生断裂之后进一步降解有关。另外

地黄随酒炖程度加重，梓醇、毛蕊花糖苷在13 h前含有

量逐渐下降，而后趋于平稳；同时 5-HMF含有量逐渐

上升，酒炖11 h后含量上升明显[16]。

九蒸九晒炮制熟地黄的过程中，从一蒸一晒到六

蒸六晒，梓醇和益母草苷的含量逐渐减低；七蒸七晒

后，梓醇和益母草苷均未检出。这也许是由于梓醇、益

母草苷分解、转化或随水蒸气损失所导致的。地黄苷

D的含量从一蒸一晒到三蒸三晒并没有明显差别；从

四蒸四晒到九蒸九晒，地黄苷D的含量逐渐增加。这

可能是由其它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水解或转化而来，其

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6]。梓醇和毛蕊花糖苷在一蒸一

晒到四蒸四晒这个过程中含量明显下降，而后趋于平

稳。地黄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随着炮制程度加深，5-
HMF含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可看出，从二蒸二晒

到九蒸九晒的过程中其含量明显増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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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糖类的动态变化

地黄中主要有水苏糖、毛蕊糖、棉子糖、甘露三糖

等寡糖，半乳糖、葡萄糖、果糖、甘露糖等单糖和分子量

不等的多糖[18]。现分离和检测的大多为地黄寡糖，生

地寡糖中水苏糖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4.9%，加工炮制

过程中，水苏糖含量大幅度下降，熟地黄中仅含0.0%-
7.3%，而主要寡糖变成甘露三糖（11.5%-26.4%）[19]。

研究认为在鲜地黄烘焙过程中，水苏糖以脱半乳糖为

主，生成棉子糖，而在生地黄蒸制过程中，以脱果糖为

主，生成甘露三糖 [20]。另外随着炮制时间蔗糖、棉子

糖、水苏糖和毛蕊花糖在炮制过程中呈下降趋势，而果

糖、葡萄糖、密二糖和甘露三糖明显上升[21]。现代研究

认为糖类的变化与熟地黄功效的变化可能于美拉德反

应相关，糖的结构和种类不同导致发生反应的速率不

同，反应的速度为五碳糖>己醛糖>己酮糖双糖，还原

糖含量与褐变速度成正比[22]。

李军等 [23]认为还原糖在清蒸 22 h、酒炖 48 h和反

复蒸晒 7次含量最高，随后含量有所降低。地黄九蒸

九晒过程中，随着炮制程度加深，一蒸一晒之后葡萄糖

明显增多，而四蒸四晒之后果糖含量明显增加[15]。

1.3 氨基酸类动态变化

在加工成熟地黄的过程中氨基酸含量普遍下降，

其中含量下降最多的四种氨基酸依次为赖氨酸、精氨

酸（含量减少 90%以上）和谷氨酸、丝氨酸（含量减少

80%以上）[18]，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5-HMF及果糖等单糖与氨基酸反应生成蛋白黑素造

成的[13]。

1.4 其他成分的动态变化

含糖基的紫罗兰酮类加工成熟地黄时会脱去糖

基。而脂肪酸、芳香酸等有机酸类在地黄加工过程中

变化较小[17]。熟地黄中Ca、Fe、A1、Zn、Cu等金属元素

的量较高，生地黄加工炮制为熟地黄后，Al、Ca、Cr、Fe
等金属元素的量变化较为明显[24]。

2 熟地黄炮制终点的研究进展

传统关于中药炮制终点的判断一般基于基本感官

经验，即“眼看、手摸、鼻嗅、口尝”等直观感受或者最简

单的统计方法，对于熟地黄，《中国药典》（2015版）的

炮制规定仍然是蒸制黑润，晾晒至八成干、切片、干燥，

现今中药炮制终点的衡量有了多种方式，对熟地黄的

炮制有了可控的量化数据：

对于水制熟地黄，张浩等[25]采用HPLC，浸出物测

定法和L9（34）正交试验设计得出熟地黄需先切片再蒸

制且其较优炮制工艺条件为浸润水量0.2 L ⋅ kg-1，浸润

时间2 h，蒸制时间7 h；曹建军[26]等通过标准熟地黄指

纹图谱，发现生地黄在蒸制26 h后所制样品与标准熟

地黄相似性最大；屠万倩[27]等：采用L9（34）正交试验优

化熟地黄的炮制工艺。熟地黄的最优炮制工艺为在蒸

制温度125℃、蒸制压力150 kPa下蒸制2次，每次2 h；
马晓嘉[28]确定了熟地黄的蒸制方法为：将生地黄药材

加水浸润1 h，再将处理好的生地黄置于不加水的蒸发

皿中放在蒸锅的蒸屉上蒸制 5-10 h，蒸制过程中不能

中断蒸汽或减少蒸汽量。蒸制结束后，将蒸发皿中收

集的液汁拌在熟地黄表面，晾至表面液汁不黏手，再置

于烘箱中，以60℃烘至全干。

对于酒制熟地黄，李华坚[29]采用高压蒸汽灭菌器

在0.12 MaP蒸制熟地黄，发现地黄在压力0.12 MaP，黄
酒用量为药材的 20%，蒸制时间 7 h炮制效果最佳；赵

丹等[30]发现随着酒炖炮制时间的增加，5-羟甲基糠醛

含量在酒炖28 h后大幅增加；还原糖含量逐渐升高，在

酒炖20 h后相对稳定；水溶性浸出物无明显变化；外观

颜色逐渐加深，口感由苦转甜再转酸，且色泽参数值减

小，优选出酒炖24 h为最佳炮制时间；杨荣英[31]比较了

酒制熟地黄改进工艺和传统工艺的辅料使用量、辅料

制备时间、蒸制时间、蒸制时耗煤量、干燥时间和干燥

时耗煤量，进行了工艺的优化。樊克锋[32]等利用红外

光谱（FTIR）对酒炖熟地黄进行炮制过程和炮制终点

评价分析，认为在酒炖熟地炮制变化过程中，10 h左右

时各项指标特征开始出现复杂变化态，15 h时各项指

标都趋于稳定特征化。

以还原糖作为指标,李军 [33]采用还原糖测定仪发

现当清蒸至22 h和酒炖至48 h时，还原糖含量达到变

化的峰值；张丽萍 [34]等发现在地黄蒸制过程中清蒸

22 h和反复蒸晒 7次还原糖含量最高，随后含量有所

降低；

对于古法“九蒸九制”，钟恋等采用机器视觉技术、

电子鼻技术、电子舌技术对其炮制终点进行客观量化，

发现清蒸第四次的熟地黄是颜色变化的主要阶段，清

蒸第六次的熟地黄是气味明显变化的阶段。此外又结

合“性状”聚类分析结果及内在成分聚类分析结果，认

为地黃润透后至于蒸锅内待圆气后密闭蒸制4 h，取出

晒至八成干，如此蒸晒四次至五次即达到清蒸九制炮

制的“拐点”[16]；孟祥龙等研究认为炮制辅料黄酒对炮

制品的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清蒸法与酒蒸法都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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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第4次和第6次蒸晒所得熟地黄的相关物质的量

呈较大的波动性[7]；张静等[35]采用综合平衡法，多指标

进行结果评价发现最优炮制工艺条件为加黄酒量

40%，反复9次蒸制、每次蒸制6 h，70℃鼓风干燥；胡志

芳[36]考察认为在熟地黄炆制过程中，辅料的使用会引

入一些新的化学成分，这就使得已有成分的含量发生

变化。中药炮制现代化、客观化是伴随着现代仪器的

发展实现的，因此需要应用多方面的技术对药效化学

成分进行定量表征。

3 熟地黄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传统中医药理论均认为熟地黄可滋阴、补血、益精

填髓，被称为“壮水之主，补血之君”。《药品化义》[46]中

记载熟地黄可“安五脏，和血脉，润肌肤，养心神，宁魂

魄，滋补真阴，封填骨髓，为圣药也。”现代药理学研究

证实，熟地黄可增强免疫力和记忆力，在延缓细胞衰老

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抗炎、降血糖血脂方面具有显

著效用[47]。

3.1 增强记忆力

GABA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

传达物质，以GABA为递质的中枢神经突触部位约占

30%。NMDA受体（NRs）与突触的可塑性和学习记忆

密切相关。通过该受体本身、其共轭的离子通道及调

节部位 3者形成的复合体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作用机

制。多数研究已经表明熟地黄通过调节痴呆模型动物

脑Glu和GABA含量，提高NMDAR1、GABAR在海马的

表达，从而能延长痴呆动物跳台实验潜伏期、减少错误

次数；缩短水迷宫实验寻台时间。因此熟地黄有改善

学习记忆的作用[48,49]；李龙宣等[50]发现毛蕊花糖苷中、

高剂量组能够显著改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能够增加

神经元数量，减少神经细胞凋亡及β淀粉样蛋白沉积。

从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李许[51]

研究发现D-半乳糖致衰老大鼠大脑海马区EPO的表

达下降，与脑部氧化应激损伤的增多有关，并受HIF-
2α调控，并且熟地黄水提物可增加脑内EPO的表达并

改善衰老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崔瑛[49]等认为熟地黄

所具备的改善MSG大鼠学习记忆作用，可能是通过提

高C-fos、NGF在海马的表达来实现的。

3.2 延缓细胞衰老

SOD（超氧化物岐化酶）具有特殊的生理活性，是

生物体内首要清除自由基的物质。SOD是临床药理中

衰老与死亡的直观指标，NOS（一氧化氮合酶）是一种

同工酶，存在于神经元中，在不同脑区呈选择性分布。

熟地黄在整体上具有对抗衰老变化的作用，研究发现

其能明显降低D-半乳糖衰老模型大鼠大脑皮层 SA-
β-gal阳性表达的细胞数，同时提高衰老大鼠学习记忆

能力，这可能与其可以提高SOD、NOS活性，减少MDA、
LPO含量有关[52]；董静[53]等观察熟地黄多糖（RGP）对信

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 STAT活性的调控、对凋亡抑

制基因生存素Survivin的影响；观察凋亡细胞的形态学

变化，探讨其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及影响认为RGP可

促进细胞凋亡，并有一定调节免疫的作用，其机制可能

与RGP抑制STAT3信号转导通路并进一步抑制Survivin
等下游靶基因的表达有关。

表1 熟地黄炮制相关指标检测的实验技术手段的应用

作者

雷敬卫[37]

张文萌[34]

张波泳[38]

王小平[39]

朱纯[40]

李建军[41]

郭楠[42]

王国庆[43]

孟祥龙[44]

Hao Qingxiu[45]

方法

近红外光谱法（NIR）
RP－HPLC]

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联用

（UPLC/ESI-Q-TOF MS）法

高效液相法 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与样品聚类方法

三维同步荧光光谱

傅立叶变换中红外光谱技术结合对比分析软件

示差折光法

湿法消解-ICP-MS 法

热分析技术、FTIR、HCA
X射线衍射Fourier图谱法

检测目的

考察熟地黄饮片质量稳定性

建立了同时测定熟地黄中次黄嘌呤、尿苷、腺嘌呤、鸟苷和腺苷

5 个核苷类成分

分析地黄中的化学成分

分析不同炮制方法对熟地黄中化学成分的影响

建立了谱－效关系，为临床用药剂量提供参考

为地黄的深加工质量控制提供技术支撑

测定了地黄炮制过程中水苏糖的量

测定不同品质生地黄与相应熟地黄中14种金属元素的量

分析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辅料对加工熟地黄的影响。

开发了一种新的中药材熟地黄鉴别分析方法，用于中药材熟地

黄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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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减慢细胞凋亡

李龙宣[50]发现Aβ1-40能诱导海马神经元凋亡，熟

地黄对Aβ1-40诱导的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有保护作

用，并认为这是其改善AD样大鼠学习记忆功能作用

机制之一。

3.4 抗肿瘤

Caspase-3是一种蛋白酶，作为细胞凋亡过程中最

主要的终末剪切酶和CTL细胞杀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Caspase-3在抗肿瘤方面具有明显的研究意义。

熟地黄多糖能上调H22荷瘤小鼠肿瘤内细胞色素C和

Caspase-3的表达，其机制可能是促进线粒体释放细胞

色素C及其Caspase-3的激活，启动线粒体凋亡途径，

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来发挥抗肿瘤作用[54]。熟地黄

多糖对H22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Bcl-2蛋白的表达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使凋亡细胞数目明显增多，熟地黄多

糖能有效诱导LPOH22荷瘤小鼠肿瘤细胞发生凋亡[55]。

3.5 抗焦虑、抗疲劳

崔瑛[56]等发现熟地黄具有抗焦虑作用。观察到小

鼠在明暗箱模型和高架十字迷宫模型上熟地黄表现了

显著的抗焦虑现象。猜想其作用机制与提高中枢γ-
氨基丁酸含量和GABAAR1 表达；降低谷氨酸含量和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1表达有关。在对熟地黄多

糖的抗疲劳作用的研究中认为熟地黄抗疲劳作用机理

可能与肝糖原贮积的增加和 SUN和BLA积累的减少

有关[57]。

3.6 抗炎

熟地黄的肠道茵群代谢研究发现药物提取液口服

后可促进肠道中有益菌生长并抑制有害菌的生长，从

而降低机体内炎症因子含量，减轻慢性肾炎患者炎症

症状 [58]。李哲 [59]等发现在同步放化疗基础上，对鼻咽

癌患者给予熟地黄多糖的药剂服用，可能对鼻咽癌患

者 STAT3通路存在显著影响，从而显著改善患者体内

促炎因子和相关蛋白的具体表达量。此外熟地黄中的

DHAP是在在活化的巨噬细胞中通过阻断 ERK1/ 2和

NF-kB信号传导途径来抑制激活的巨噬细胞中炎性介

质的产生，从而揭示了其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60]。梓

醇可抑制肺内异常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并抑制OVA诱

导的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 eotaxin及其受体CCR3的

升高。在对地黄主要有效活性成分梓醇的研究中发

现，经过梓醇治疗的哮喘小鼠的骨髓细胞中 IL-5R对

的表达低于未治疗的哮喘小鼠,表明梓醇可减弱OVA
诱导的哮喘症同时抑制炎性细胞尤其是嗜酸性粒细胞

的浸润，进入肺部。本研究进一步将抗炎作用归于其

具体的药效成分[61]。

3.7 降血糖、降血脂

经不同炮制方法制备的地黄合剂有明显的降血糖

和血脂的作用，观察到其可以明显降低糖尿病小鼠的

血糖血脂含量。并且熟地黄不同炮制方法对地黄合剂

降血糖、降血脂效果影响较大[62]。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holesterol；HDL-Ch）是指高密度脂蛋白分子

所携的胆固醇，是逆向转运的内源性胆固醇酯，可减少

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地黄对糖尿病的治疗和预

防作用，可能与其降低血清TC和TG水平并提高血清

中HDL-C含量有关。在比较中发现，熟地黄降血糖及

调脂的效果不如地黄明显，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地黄的

炮制导致了降糖成分的损失[63]。此外还证实熟地黄具

有显著的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作用[64]。

3.8 促进造血

熟地黄多糖可促进机体的造血机能，多糖剂量会

导致效果有显著差别，高、中剂量对造血有显著改善作

用，可以增加气血双虚小鼠外周血血细胞状况和血清

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水平，并且以中剂量下的

造血提升作用最强[65]。

3.9 增强免疫

熟地黄增强免疫可能是通过增强T淋巴细胞 Th1

和Th2 细胞因子的表达来实现的。郑晓珂[66]发现熟地

黄水提物和粗多糖有免疫增强作用，观察到其显著促

进了刀豆蛋白A 刺激前后小鼠胸腺及脾的淋巴细胞

的增殖，提高了上清液白细胞介素-2、白细胞介素-4、
白细胞介素-5和干扰素-γ的水平，同时呈现剂量依赖

性关系。

4.0 对滋腻碍胃现象的影响

熟地黄在病人久服之后出现了滋腻碍胃的现象。

李娴等[67]比较4种不同炮制品引起大鼠滋腻碍胃现象

的程度。发现清蒸熟地黄引起大鼠出现滋腻碍胃现象

最为严重；而九蒸九晒熟地黄通过提高GAS、MTL、SP
的含量以及降低胃内容物残留率，可以有效地消除对

大鼠滋腻碍胃的影响。

4 结语和展望

中药炮制终点的确认与量化是近代中药研究者的

重要任务，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多来源一直是限制

其发展的因素，就本文熟地黄而言，虽然众多学者就指

标化学成分和应用多种仪器技术对其进行了考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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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①目前分

离检测的常用指标性成分是否就是发挥疗效的物质并

不明确；②各种成分在不同炮制品种的炮制过程中转

换、增减、转运等关系不清楚，以及其作用机制也有待

研究；③现在大多学者认为美拉德反应[68-69]与熟地黄的

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增减密切相关。生地黄含有的

大量糖的水解产物如果糖、葡萄糖以及大量游离氨基

酸均可参与美拉德反应；梓醇等环烯醚帖苷类由于苷

元具有半缩醛结构，活性较高，水解后也可参与美拉德

反应；温度对美拉德反应速度的影响显著，一般温度相

差 10度，褐变速度就加快，而熟地黄炮制过程就是要

不断加热。

另外现在科技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融合交互，

中药的发展有更多的任务，如对于量效关系的把握，对

各种成分的动态比例关系的探讨，分子水平和蛋白质

水平的研究，质量标志物和生物标准的建立，组方的联

系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衡量终点的依据，需要我们

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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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Wang Bo, Lv Chenzi, He Meijing, Xue Feifei, Zhang Shuosheng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last ten years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Rehmanniae Radix,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re reviewed at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main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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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of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four kinds of processed products (Steamed, steamed
with wine, wine stew, ancient law (steamed for nine times and shined for nine times)) and the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four
kinds of processed products and the change of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There are many objective expression methods
for processing end points of different processed products of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But processing are unclear
until now. Innovative research on standardized unification and new research ideas are needed.
Keywords: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the proper processing end point,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research progress,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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